
怎样拓宽苗圃多样化的价值

这几年，全国生态建设大潮催生了一大批大规模苗圃，几百亩，

上万亩的苗圃已经不罕见。但苗木市场行情的继续走低让很多苗圃的

压力不断增大。如果说小苗圃船小好调头，那么大中型苗圃怎么办，

当苗木市场逐渐饱和后，这些苗圃的未来又要去哪里发展呢？

苗圃本是绿地，具有出产、观赏、仓储、研究、科普等功用，在

苗木市场行情较热时，苗圃的生产功用是第一位的，在计划上会更多

地思考生产需要。跟着生产型苗圃竞赛的加重，拓宽苗圃多样化价值，

寻求新的赢利增长点是大型苗圃需面对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将苗圃

的生产、旅游与科普展现等功用相结合的计划思路适当遍及。

低碳复合型苗圃



北京的做法是，从 2014 年起在平原区域新开展 10 万亩规模化苗

圃。正在拓宽中的低碳复合型苗圃作为典型如愿与之对接。这一思路

可谓是立异之举，在京郊扶持建造一批集树苗出产、生态观赏于一体

的低碳复合型苗圃，前期政府补助有些资金促其走上可继续开展之路，

将来逐年递减补助资金，终究撤出。这样既缓解了北京环境管理资金

之困、减轻政府包袱，又完成了生态建造项目。

在南京，六合区竹镇坐落南京绿色生态旅行圈内，政府支撑咱们

开发旅行，咱们有有利地势之便，又有资源优势，当前已在谋划中。

公司在思考开发生态观赏时相同重视的是政府方针和项目推动。按照

开始计划，经纬景象将设两块基地，一块是以大面积乔木为基础的森

林绿谷，另一块是以花果灌木为基础的花果岭。观赏该苗圃时，记者

看到圃间道路上已有标牌指路，这些是政府设置的，方针支撑已向该

公司"招手"。



六合花果岭

在合肥，城郊的苗圃也在阅历向森林公园的"演化"这是合肥市政

府在推动的苗圃"变"公园举动。

合肥城郊

按照市委市政府与园林部分的商定，城郊苗圃都要开展成既能种

树苗又能让老百姓旅游的基地。现有树苗基地里，步道两边的树不卖，

养几年培育成林荫道。将来合肥市内达到 500 亩以上的树苗基地，建

造计划不但要契合园林规范，还要契合旅行的需求。此外，近两年合

肥植树造林建的基地，上规模的都要对计划进行调整优化，让苗圃具

有公园游园的功用。通过调整，苗圃取得相应的补助资金，合肥市则

用很少的资金在城郊计划出了"森林公园"。


